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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养老问题的紧迫性在当今社会愈发显著，特别是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剧，这一现象在偏远农村地区

尤为突出，在5G大数据背景下，智慧养老作为一种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整合养老资源、提升养

老服务效能的新型养老服务模式，具有显著的实践意义。对此，文章从智慧养老的视角出发，针对偏远

农村地区居家养老服务面临的问题展开研究，指出其存在着服务队伍和资金供给不足、智慧养老与医疗

卫生服务融合度不高等现实困境，最后从加强财政补贴、打破数据壁垒、推进智慧养老技术应用三个方

面，提出了完善农村智慧养老服务的对策，以期助推农村智慧居家养老战略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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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rgency of the pension problem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ignificant in today’s society, es-
pecially with the aging trend of the population, and this phenomenon is especially prominent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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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ote rural area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5G big data, smart pension has signific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s a new pension service mode that makes full use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eans, integrates pension resources, and improves the efficiency of pension service. In this re-
gard, the article sta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mart aging, and researches the problems faced by 
in-home elderly care services in remote rural areas, pointing out that there are insufficient service 
teams and financial supply, and the integration of smart aging and medical and health care ser-
vices is not high,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to improve the rural smart aging 
services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strengthening the financial subsidies, breaking the data 
barriers, and advancing the application of smart aging technology, in order to help improve the 
rural smart aging services, an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smart aging services, so 
as to boost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smart home care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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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养老问题的紧迫性在当今社会愈发显著，特别是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剧。这一现象在偏远农村

地区尤为突出，因为这些地区的居民面临着日益增长的居家养老服务需求，但却存在着供给相对不足的

问题。这种状况往往与地理条件、交通不便、医疗资源匮乏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等诸多因素密切

相关。 
偏远农村地区的特殊环境对居家养老服务构成了更为严峻的挑战。交通不便意味着老年人和他们的

家人往往难以获得必要的医疗和护理资源，从而增加了居家养老的困难度。医疗资源匮乏更是加剧了老

年人的健康风险，因为他们可能无法及时获得专业的医疗支持。与此同时，由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这些地区的养老服务设施和专业人员的供给也相对匮乏，从而使得居家养老更为困难。 
尽管如此，智慧养老技术的迅猛进步为我们带来了转机。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尖端技术在养老领域

的创新应用，为解决偏远农村地区居家养老问题提供了科学严谨的新视角与解决策略。通过智能化的监

测设备和远程医疗系统，老年人可以更好地获得医疗和护理支持，这些技术的发展不仅提升了养老服务

的质量，还为老年人和他们的家人带来了更多的安全感和便利性。其次，智慧养老技术能够有效减轻家

庭和社会的养老负担，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压力。最重要的是，它有助于促

进社会的全面发展，推动偏远农村地区的经济社会进步。但是目前对于智慧居家养老的研究集中于城市，

对于农村养老的研究相对匮乏，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农村老年人养老问题不容忽视，在农村建立并推广

智慧养老服务新模式，使农村老年人获得更加优质的养老服务，是实现健康养老和积极养老目标的重要

手段。因此，本文将从智慧养老的视角出发，深入探讨农村地区的智慧居家养老路径，旨在为偏远农村

地区的老年人提供更为优质、高效的居家养老服务。 

2. 智慧居家养老的概念与特点 

对于居家智慧养老服务，国内最早研究智慧养老的学者左美云认为智慧养老的涵义包括智慧助老、

智慧用老和智慧孝老三方面，提出智慧养老是通过信息技术为老年人日常生活的各方面提供支持和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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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技术与老年人的互动，使智慧科技与智慧老人相得益彰，提升老人生活质量[1]。张雷等也给出了类

似的定义，认为智慧养老是利用现代信息科技围绕老年人生活的各方面，为他们提供服务和管理支持，

并且对老年人的经验与智慧进行再开发和再利用，实现现代信息技术与老年人之间的智能交互[2]。雎党

臣教授等人认为居家智慧养老服务以居家养老服务为依托，与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深度挖掘等技术

进行创新性融合，采用信息交换、处理、存储、维护等技术、在计算机，服务器、信息管理中心、移动

终端设备的帮助下，提供给居家老人生活照料、医疗救助、精神慰藉等内容的服务[3]。本文将智慧居家

养老的概念定义为智慧居家养老是一种利用先进信息技术手段，为居家老人提供物联化、互联化、智能

化的养老服务模式。它旨在通过个性化、便捷化的服务方式，让老人在家中得到更好的照顾和关爱，提

升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其核心在于紧密联系老人与政府、社区、医疗机构等各方，共同为老人的日常生

活提供医疗保健、出行安全监控、娱乐等各项服务。 

3. 我国偏远农村地区智慧居家养老服务的实践探索 

3.1. 我国偏远农村地区智慧养老服务政策情况 

Table 1. List of policies 
表 1. 政策一览表 

政策名称 主要内容 

《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

量发展的意见》 
提出积极适应老龄化社会发展趋势，提供更多适合老年人的文化产品和服务，

让老年人享有更优质的晚年文化生活。 

《智慧助老行动三年计划》 

通过组织推动，多方联动的方式，按照个体互助与组织推进相结合、自发分散

与统一集中相结合、基本保障与按需服务相结合的原则，逐步扩大数字技能昔

及范围、强化服务能力，提高包括老科技工作者在内的老年人数字技能，让广

大老年人更快更好地适应并融入智慧社会。 

《关于建立健全养老服务综合

监管制度促进养老服务高质量

发展的意见》 

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形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的养老服务统一市场，建

立健全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制度，意见明确了五大重点监管方向(一) 加强质量安

全监管、(二) 加强从业人员监管、(三) 加强涉及资金监管、(四) 加强运营秩序

监管、(五) 加强突发事件应对。 

《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

能技术困难实施方案的通知》 
《实施方案》聚焦老年人日常生活涉及的出行、就医、消费、文娱、办事等 7
类高频事项和服务场景，提出了 20 条具体举措要求。 

《关于实施康养职业技能培训

计划的通知》 

大规模、高质量开展康养服务人员职业技能培训，健全培养、使用评价和激励

工作体系，加快培养数量充足、素质优良、技能高超、服务优质的康养服务技

能人才。 

 
表 1 列出了五个针对老年人福利和生活质量提升的相关政策。这些政策旨在改善老年人的文化生活、

推广数字技能以适应智慧社会、建立完善的养老服务监管机制、解决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技术难

题，并且提供专业的技能培训来培养更多的老年护理人才。这些措施表明政府对老年人群体的关注和支

持，致力于为他们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和发展机会。 

3.2. 我国偏远农村地区智慧养老服务体系的运行成效——以江苏省 S 县农村为例 

2020 年，S 县针对“12349”养老服务智慧平台提出了新的构建标准和要求。要求建立覆盖全县的现

代化、信息化居家养老服务网络体系，县养老服务中心、镇(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村(居)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站)三级平台及各养老服务机构之间做到信息共享与信息互联互通，养老服务信息系统服务覆盖率达

95%以上，达成居家呼叫服务和应急救援服务信息网络城乡全覆盖。目前平台己服务 15 个镇、区，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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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村(居)，2020 年接受上门服务的居家老年人数达 5.31 万人，占比达 22.5%。 
(1) 财政补贴成效 
S 县对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给予一定的财力与制度保障，除中央、省级养老补助资金外，近五年县

财政局以每年平均投入不低于 8000 万元的预算指标，用于 S 县的智慧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扶持区域内养

老服务企业发展、支特社区和居家养老服务等方面建设工作。据统计 80 周岁以上老年人尊老金过亿元。

城乡特困供养平均标准达到 19,200 元/人/年和 13,500 元人/年，位居全市前列。年度养老服务护理补贴近

500 万元中，有力保障各类老年人基本生活。 
(2) 基础设施建设成效 
S 县积极响应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部署，稳步推进新型智慧养老社区建设。目前，县、镇、

村三级服务网络已全面布局，通过全托、日托、上门服务等多种形式，为社区及居家老年群体提供包括

生活照料、康复护理、助餐助行、精神慰藉、等在内的全方位服务。针对农村留守老年人，S 县致力于

提升村(居)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站)及区域老年人助餐点的运营和服务质量，通过标准化建设村(居)居家养

老服务中心(站)和日间照料中心等措施，有效提升了居家与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的运营效率和服务水平。截

至目前，已建成街道日间照料中心 6 个，村(居)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站) 284 家，其中包括 15 家镇级居家

养老服务中心，标准化的村(居)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站)达 168 家，城乡标准化居家养老服务点覆盖率高达

68%，为老年人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的养老服务。 
(3) 医疗保障成效 
在农村医疗建设方面 S 县建成省级示范乡镇卫生院 4 家、村卫生室 39 家，已顺利通过国家卫生县城

复审。全县登记在册的 29 家养老机构 100%与医疗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实现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推

进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深度融合发展，构建养老、医护、康复、临终关怀服务相互衔接的服务体系。 

4. 偏远农村地区智慧居家养老服务存在的问题 

4.1. 服务队伍和服务资金供给不充分 

我国智慧养老服务还面临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匮乏、人才培养体系不完善、培养高端人才的师资缺乏

等许多困境[4]。在偏远农村地区，由于人口稀少、经济条件有限，居家养老服务的提供者相对稀缺。当

前，服务队伍规模尚显不足，人员素质水平存在显著差异，缺乏系统、专业且标准化的培训与管理机制。

近年来虽然养老服务体系财政投入不断增加，但是与逐年快速递增的老年人口以及老年人日益增长的服

务需求相比，保障水平仍显不足，对于养老服务的投入远远低于医疗、教育等民生领域，导致服务的范

围和质量受到限制，无法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需求。 

4.2. 智慧居家养老服务与智慧医疗卫生服务的融合力度不强 

在传统养老服务模式中，服务供给的条块分割造成了供给主体的多元化、资源的分散化、利益的复

杂化等碎片化状态[5]。随着 5G 大数据的到来，智慧科技的应用在养老服务和医疗卫生领域都取得了一

定进展，但在偏远农村地区，这两者之间的融合程度较低。目前，智慧养老系统与医疗卫生系统之间的

信息共享与交互机制尚不完善，导致老年人在居家养老过程中难以充分享受医疗卫生服务的支持。同时，

智能化设备和远程医疗服务的应用受到一定限制，从而影响了服务的整体效能。 

4.3. 老年人面临数字鸿沟挑战，适老化智能产品发展滞后 

老年人由于在认知理念上存在更深的价值性壁垒、个体资源禀赋先天差异性大导致的数字能力薄弱

以及技术的不友好设计使得老年群体更容易在数字社会受到排斥而处于边缘位置[6]。市场上存在的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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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产品，往往在设计上忽视了老年人的实际使用需求。这些产品的功能过于复杂，界面设计不友好，

文字和图标过小难以辨认，并且缺乏对老年人需求的深入理解。这种不适应老年人的设计，使得他们在

使用数字技术时感到困惑和挫折，进而增加了他们被社会边缘化的风险。 

5. 偏远农村地区智慧居家养老服务的优化路径 

在智慧养老的视域下，为了优化偏远农村地区的居家养老服务，需要采取以下路径： 

5.1. 加强财政补贴政策支持，完善居家养老服务保障体系 

加强政府财政补贴政策，政府应增加对偏远农村地区居家养老服务的财政补贴，提高服务队伍的薪

酬待遇，吸引更多专业人才加入养老服务队伍。开展培训计划，设立培训项目，针对偏远地区的养老服

务人员进行技能培训和知识普及，提升其服务水平和专业素质。引入社会资本和民间力量，鼓励社会组

织、企业以及志愿者组织参与偏远农村地区的居家养老服务，通过多元化的服务供给方式增加服务覆盖

面。 

5.2. 打破数据壁垒：提升养老信息联通共享与动态管理能力 

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政府部门应建立偏远农村地区的智慧养老服务平台，整合养老服务信息和医疗

卫生信息，实现数据共享和交互，提高服务的整体效能。积极推动跨部门合作，建立养老部门与医疗卫

生部门之间的紧密合作机制。双方应共同研究和制定相关政策及标准，促进智慧养老服务与医疗卫生服

务的深度融合。同时，应引导智能设备的研发与应用，鼓励开发具备先进技术的智能设备和应用程序，

以实现居家养老服务和医疗卫生服务的智能化整合，提高服务的便捷性和效率。 

5.3. 积极推进智慧养老技术应用，完善老年数字素养培训体系 

鼓励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并推广适合老年人使用的移动应用程序，进行智能产品适老化改造，支

持企业在产品研发过程中落实以老年需求为导向的设计原则，推出大屏幕、大字体、高音量等具备适老

特征的智能手机、电子血压计、心率手环等产品，研发被动式、一体化、技术包容性高的健康管理类、

养老监护类等智能产品，实现老年人无感应用。培训信息技术素养，开展信息技术培训课程，提高偏远

地区老年人和养老服务人员的信息技术素养，增强他们使用网络进行信息传递和交流的能力。针对使用

智能手机就医、消费、出行等日常高频事项，开展现场教学和培训，解决老年人的“数字鸿沟”问题，

帮助老年人更好地融入数字社会；其次，采取就近帮扶的原则，鼓励用家庭数字反哺的形式让新一代数

字化的原住民向老人传授相关的技术和观念，充分调动家庭成员之间的支持系统，在家庭内部解决“数

字鸿沟”的问题。 

6. 总结与展望 

农村居家养老服务当前面临的挑战促使智慧健康养老模式成为解决养老问题的核心方案。同时，随

着 5G、大数据等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也为智慧居家养老服务的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和可能性。

当然，将“智慧”手段与养老服务融合归根结底是为了更好地服务老年群体，让其生活得更有尊严、更

具幸福感。但作为一种新的技术治理范式，智慧养老并不总是如技术决定论者所言一直有效而充满“智

慧”，一旦“治理手段”高于“治理目标”“刚性工具”凌驾于“人本价值”之上，诸如权利损益、责

任空转、人伦失序、技术依赖等智慧健康养老的伦理风险就可能随之显现[7]。另外，智慧健康养老中大

数据的隐匿性、渗透性在助推个体享老权益增长的同时，也面临着加剧个体经验结构在传统意义上的消

解，甚至造成民主观念技术化的风险[8]。未来智慧健康养老是否可以更高效、更具适应力、更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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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需要我们在具体操作层面、技术角度予以完善，也需要在制度规范、体制机制方面作出相应调整，

更需要站在更深层次的哲学层面对其进行审慎的批判性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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